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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内地城市金融科技竞争力榜》重磅发布：

京沪深国际话语权提升 中西部城市强势崛起

证券时报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研究员 匡继雄

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迅猛，已成为提升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方式， 推动

金融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 央行行长易纲曾

在陆家嘴论坛发言强调， 未来全球金融增长点

在于金融科技， 国际金融中心竞争的焦点也在

金融科技。 推动金融科技产业发展对于各城市

提升金融竞争力意义重大。

证券时报·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合新财

富编制 《

2021

中国内地城市金融科技竞争力

榜》， 全面评估内地城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探

究其金融科技发展的优势和短板， 为各市提高

金融科技竞争力提供决策参考。

三大维度22个指标

评估59城金融科技竞争力

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

FSB

）的定义，金融

科技主要是指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带动， 对金融市场以及金

融服务业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兴业务模

式、新技术应用、新产品服务等。

根据金融科技产业主体发展特点， 可将金

融科技企业分为两大主要类型： 一是科金融类

企业，指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变革

金融业务模式，提供创新型金融服务的公司；二

是金融科技类企业， 指为金融行业提供技术支

撑服务的公司。

金融科技产业只有在良好生态环境中才能

健康、快速的发展，需要具备一定经济基础和产

业基础条件； 同时也离不开适当的政策扶持及

金融科技高端人才强大的科研实力支持。

证券时报·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构建的城

市金融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专业统

计方法，从金融科技产业、金融科技发展环境和

金融科技支持力度三大维度，选取

22

个指标全

面客观公正地对内地省会城市、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 副省级城市以及其他

2020

年

GDP

排名

进入前

50

城市，合计

59

个城市进行综合评分，

遴选出《中国内地城市金融科技竞争力

30

强》、

《省会城市金融科技竞争力榜》等

5

个榜单。

三大金融科技中心PK：

深圳实力紧追京沪

采用统计软件对金融科技产业实力等三个

子项的得分进行聚类分析，金融科技竞争力

30

强可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为北京、上海和深圳，综合得分均

超

8

分；第二梯队为广州、杭州等

9

城，综合得

分介于

5

至

6

分之间；第三梯队为青岛、厦门等

18

城，综合得分小于

5

分。

据榜单数据，京沪深平均得分为

8.8

分，超

出金融科技第四城广州

2.1

分，是其他

27

个城

市的

1.9

倍。 这反映出京沪深金融科技竞争力

遥遥领先其他上榜城市，已形成三足鼎立格局，

第一梯队位置地位难以撼动。

根据三大城市金融科技专项政策， 北京定

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金融科技创新与服

务中心；上海定位为金融科技的技术研发高地、

创新应用高地、产业集聚高地、人才汇集高地、

标准形成高地和监管创新试验区， 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 深圳定位为金融科技研

发核心区、总部聚集区、企业孵化区、创新政策

试验区，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科技中心。 可

见， 三大超级城市在金融科技发展战略上均具

国际视野，也透视出其未来发展前景。

据英国智库

Z/Yen

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

开发研究院共同编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数据

显示， 京沪深在近两期的金融科技专项排名中

均位居全球前五，地位稳固，反映出其已在建设

国际金融科技中心、 提升全球影响力方面取得

长足进步。

根据榜单数据， 北京金融科技竞争力综合

得分为

9.42

分，分别比沪深高出

0.89

分和

0.99

分，实力略胜一筹；上海金融科技竞争力综合得

分险胜深圳，仅高出

0.1

分。

在金融科技产业方面， 主要考察城市金融

科技企业的数量、资本实力及企业质量，度量指

标包括上市金融科技企业数量和市值 （含境内

外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时间截至去年末，下同）、

非上市金融科技企业数量和注册资本 （统计口

径为截至去年末，注册资本超

1000

万的存续和

在业企业，下同）、毕马威领先金融科技双

50

企

业数量等指标。 北京以

3.4

分的总分处于领先

优势，深圳

3.02

分略高于上海的

2.99

分。

据证券时报·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统计，北

京上市金融科技企业数量为上海的

2.6

倍，深

圳的

4

倍，市值为上海的

5.1

倍，深圳的

2.4

倍；

非上市金融科技企业总注册资本比上海、 深圳

均多出近五成。

据毕马威发布的《

2020

中国领先金融科技

企业双

50

》榜单，北京上榜金融科技企业达

34

家，分别比上海和深圳多出

11

家、

9

家，其中度

小满金融、京东数科、百融云创、天云数据等企

业近五年连续上榜。

深圳金融科技产业实力强于上海的主要原

因是相关企业实力雄厚。深圳上市金融科技企业

总市值约为上海的两倍，孕育出中国平安、招商

银行等全球知名金融科技企业，其中中国平安去

年末拥有超

11

万名科技从业人员、超

3700

名科

学家的一流科技人才队伍，科技专利申请数累计

达

3.14

万件，位居国际金融机构前列，金融科

技专利以

3978

件专利申请数位居全球第一。

2020

中国领先金融科技企业双

50

数量方

面，深圳也比上海多出两家，含微众银行、金斧

子等独角兽企业，其中微众银行从立行开始，就

在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技术领域连续

多年积极投入，成功打造了“微金小云”智能客

服机器人以及云催收平台等多个行业领先的创

新性技术及应用。

在金融科技发展环境方面，包含经济规模、

人口规模及增速等度量宏观环境的指标， 以及

金融业、 信息技术产业规模与从业人数等度量

产业环境的指标。 京沪深得分分别为

3.29

分、

3.03

分和

2.93

分。

北京去年人均

GDP

达

16.49

万元，位居全

国第二位， 分别比深圳、 上海多出

7329

元和

9298

元；境内外金融业上市公司市值位居全国

首位，分别为上海、深圳的

3.7

倍和

2.2

倍。据最

新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 北京金融业从业人

员数量为上海的

1.7

倍，深圳的

2.7

倍；信息传

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比上

海、深圳分别多出

1.1

倍和

1.8

倍。

北京金融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首位。无论是

金融业增加值的绝对值还是其占全市

GDP

的比

重，北京均位居第一。

2020

年，北京金融业增加值

达

7188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19.9%

；上海金融

业增加值为

7166.26

亿元， 占

GDP

的比重为

18.5%

，均是知名国际金融中心，聚集了丰富的金

融要素， 其发展金融科技更多是立足金融去拥

抱科技，更趋近“金融

+

科技驱动型”城市。

深圳

2020

年金融业增加值为

4189.6

亿

元，仅为北京的

58%

，占

GDP

的比重为

15.1%

，

显示出后起之秀的深圳， 在这一指标上的差距

还较为显著。不过从

2020

年金融业增加值的增

长速度来看，深圳金融业增加值较

2019

年增长

9.1%

，高于上海的

8.4%

和北京的

5.4%

，未来与

京沪的差距或将逐步缩小。

深圳在部分细分指标上也显出一定领先优

势：一是常住人口十年增幅达

68.5%

，位居全国

首位，显示出强大的人口吸引力，为其金融科技

消费市场增长提供了强劲支撑； 二是深圳去年

末境内外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市值超

7

万亿

元，约为上海的

4.2

倍，北京的

1.9

倍，为国内典

型的“科技

+

金融驱动型”城市。

指标体系对金融科技支持力度的评估，以

定量分析为主，含

R&D

经费投入强度、专利授

权量、高校综合实力、财政科技支出和金融支出

等定量指标， 同时结合对城市金融科技政策的

定性分析。 京沪深得分分别为

2.72

分、

2.51

分

和

2.48

分。

据最新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 北京无论

是

R&D

经费支出还是

R&D

经费投入强度均

位居全国首位，

2020

年专利授权量达

16.3

万

件，超出上海

16.6%

；据

2020

年校友会大学排

名数据，北京高校的平均得分为

66.5

分，比上

海、深圳分别多出

1.6

分和

3.1

分，综合实力国

内首屈一指。

虽然深圳高校实力偏弱， 但其不断加入研

发投入，个人（创客）、企业、科研院所等各类主

体为其科技创新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据最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深圳全社会的

R&D

经费投入为

1328

亿元， 占

GDP

比重为

4.9%

， 仅次于北京的

6.3%

。 从产出来看，

2020

年深圳专利授权量达

22.24

万件，居全国首位。

据科技部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分别公布

的 《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监测报告

2020

》

和 《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0

》

显示，深圳创新能力位居全国首位。

深圳金融科技发展后劲十足， 实力紧追京

沪。 据第

29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数据，深圳金

融科技专项得分为

716

分， 排名较上一期提升

1

位，分别较北京、上海低

3

分和

6

分，位列全

球第四， 而在第

28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

中，深圳金融科技专项得分分别较北京、上海低

12

分和

6

分，这反映出深圳与北京的金融科技

竞争力差距正在缩小。

广州勇夺省会城市

金融科技竞争力第一

评价结果显示， 广州金融科技竞争力位列

全国第四， 在省会城市金融科技竞争力榜单位

居第一。

据第

29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数据显示，广

州金融科技专项得分为

684

分，位列全球第

11

名，国内仅次于京沪深；较杭州高出

168

分。

与京沪深相比， 广州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均

有一定差距。其中金融科技产业实力差距最大，

广州得分为

2.11

分， 比京沪深的平均得分少

1

分。 广州仅有美保科技、盈米基金、运通链达

3

家企业上榜

2020

年毕马威领先金融科技双

50

名单，不及北京

1/10

，上市金融科技企业市值

以及非上市金融科技企业注册资本与京沪深均

存数量级差距。

相比排名第五的杭州， 广州在各维度上仅

以微弱的优势获胜，其中金融科技产业实力、金

融科技支持力度得分高出杭州均不足

0.1

分，

差距很小。

在金融科技发展环境方面， 广州去年末常

住人口达

1867.7

万人， 比杭州多出超五成，常

住人口十年增幅达

47.1%

，高于杭州的

37.2%

，

赋予了其金融科技消费市场发展强有力的竞争

优势；广州

2020

年三产占比达

72.5%

，高于杭

州的

68.1%

，总量规模居全国城市第三，为其金

融科技发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应用场景。

作为新一线城市， 杭州虽然在金融科技竞

争力三个维度上均落后于广州， 但在一些细分

指标上也可圈可点。截至去年末，杭州境内外信

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市值近

1.5

万亿元， 仅次

于京沪深，为广州的

4.6

倍；

2019

年

R&D

经费

投入强度为

3.45%

，比广州高出

0.8

个百分点。

中西部城市崛起

成都武汉西安闯进前十

金融科技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用近乎

平等的方式进行合作和竞争提供了难得机会。 本

次评价结果显示，中西部城市表现十分亮眼。

金融科技排名前二十的城市中，东部区域占据

13

个席位，占比超六成；中部区域和西部区域分别

占据

4

个和

3

个席位，其中成都、武汉、西安挺进前

十，重庆、合肥、长沙、郑州排名均进入前二十。

据去年

12

月证券时报·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

联合新财富发布的金融竞争力榜单， 金融中心主

要集中在东部城市，中西部有成都、重庆、长沙、武

汉、西安

5

个城市进入前榜单前二十，少于进入金

融科技竞争力排行榜前二十城市数量， 其中仅成

都在两个榜单中均进入前十。

这反映出虽然东部城市无论在金融实力还是

金融科技竞争力方面均具有绝对领先优势， 但不

少中西部城市也正在尝试通过发力金融科技，把

握金融发展主动权，助力金融业实现弯道超车，未

来有望逐步崛起。

中西部城市中，成都金融科技竞争力最强，综

合得分为

5.65

分，位居全国第七位。

相比西部金融科技第二城西安， 成都金融科

技产业实力和金融科技发展环境优势明显。

成都有新网银行、 新希望金融科技

2

家企业

上榜

2020

年毕马威领先金融科技双

50

名单，西

安

2020

年还没有破零；上市金融科技企业市值约

为西安的

1.9

倍；

2020

年成都常住人口数量超

2000

万， 比西安多出超六成；

2020

年金融业增加

值约为西安的两倍；

2020

年末境内外金融业上市

公司市值比西安多出超六成。

西安在部分细分指标也表现不错： 一是常住

人口十年增幅高达

53%

， 增幅仅次于深圳和拉

萨，位居全国第三位；二是

2020

年末境内外信息

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市值约为成都的

4

倍； 三是

2019

年

R&D

经费投入强度

4.57%

， 位居全国第

三位，比成都高

1.9

个百分点。

头部城市部署六大关键举措

着力提升金融科技竞争力

证券时报·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对金融科技

竞争力

30

强城市近年来的金融科技布局进行梳

理， 发现约七成的城市相继出台了金融科技发展

规划或专项政策， 反映出金融科技已成为各主要

城市金融业抢占的制高点。

领先金融科技城市实现未来规划目标的重点

举措能够为其他城市后续制度相关政策提供一定

参考。 鉴于此，证券时报·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对

北京、 上海等头部金融科技城市的相关规划进行

研究，总结出其六大核心举措：

一是加强金融科技底层技术研发。 紧密围绕

金融创新需求，积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

链、

5G

等新兴技术深入研发攻关。

二是打造金融科技生态圈。 推动金融机构和

金融科技资源集聚，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及其他机

构开展金融科技研究， 强化金融科技智库咨询力

量； 引导有实力的金融科技类主体发起成立行业

协会，加强金融科技行业自律管理。

三是加强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应用。 深入推动

新技术应用于支付清算服务、保险产品与服务等金

融服务领域，风控与反欺诈、金融征信与社会信用

服务等安全与监管领域，智慧医疗、智慧生活等生

活服务领域，智慧交通、智慧社保等城市治理领域。

四是营造金融科技发展环境。 建立重点金融

科技企业协调服务机制， 针对其发展中的重大需

求提供针对性服务； 强化金融科技消费者教育与

保护机制，普及金融科技领域的知识教育；大力宣

传金融科技品牌， 支持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

融论坛、研讨会等活动。

五是探索金融科技监管创新， 加强风险防范。

推进金融风险监测防控中心建设，实现地方金融风

险“预警

+

监测

+

分析

+

处置”有效联动；探索推动以

“监管沙盒”为核心的金融科技监管创新试点落地，

全面推动金融科技应用于金融安全与风险防范。

六是加强合作共享。 探索建立跨地区、 跨系

统、跨部门、跨业务、跨市场的数据融合应用机

制，在确保数据安全前提下，逐步实现更大范围

数据共享及数据的深度应用；加强与国际金融科

技领先地区的产业合作、技术合作、监管合作、服

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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